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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會計新制　攜手資訊共進

　魏嘉伶（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設計師）

行政院主計總處因應會計法部分條文於 108 年 11 月修正或刪除，配合增修中央及地方政府歲計會計

資訊管理系統（GBA、SBA、CBA），俾利各機關（基金）帳務處理及編製各類會計報表，中央政

府順利於 1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地方政府預定 110 年度實施。為使各界瞭解辦理情形，特撰文

簡要說明。

壹、前言

為推動中央及地方政府各

機關（基金）歲計會計事務自

動化作業，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下簡稱主計總處）統一開發建

置共用性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

統（GBA、SBA、CBA）， 以

推行資訊資源共享，至今中央

政府計有 600 多個公務機關及

220 餘個特種基金全面使用，

地方政府更向下紮根至 22 個

市縣 1,100 多個公務機關、204

個鄉鎮市及 17 個市縣 430 餘個

特種基金共同使用，透過資訊

應用雲端服務，提供各機關處

理預算編製、預算執行、會計

處理、決算編製及出納管理等

業務。因應會計法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修正或刪除部分條文，

中央政府自 109 年 1 月 1 日正

式實施，地方政府預定 110 年

度實施，其中修正第 16 條有關

記帳單位至元、刪除第 29 條

財物與固定負債不得列入平衡

表等規定，均影響政府會計帳

務處理及各類會計報表呈現內

容。為利各機關（基金）如期

接軌會計新制辦理帳務處理，

並編製各類會計報告、決算報

告，在業務面與資訊面協作下，

主計總處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

統進行大規模配修作業，以下

就中央政府公務機關所使用之

GBA 系統為例，說明主計總處

因應作為及配套措施。

貳、會計法修正對資訊

服務之影響評估

一、記帳單位改至元為止

GBA 系統針對記帳單位，

原已提供各機關依業務需要或

法規要求，自行調整設定為元

或角分，因此記帳單位改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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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系統未有直接性影響，惟評

估有些機關在實務上，仍有運

用角分處理帳務之必要，爰

GBA 系統須配合調整，透過彈

性化設計讓需求不同的機關，

皆可共用 GBA 系統處理帳務

及產製報表。

二、財務表達與國際接軌

（一）於平衡表內表達機關整

體資產及負債全貌

1. 因應新普會制度將普通公

務、資本資產、長期負債

整併為 1 套科目及帳表，

會計科目、會計事項及會

計報表已不適用或有不同

定義，且帳務處理流程亦

不相同，須全面檢視 GBA

系統各類代碼、功能及作

業流程。

2. 考量各機關有參考原制度

帳務資料及報表之需要，

故系統尚須保留以前年度

資料及查詢功能，以供機

關運用。

（二）調整處分（購置）財產

及舉借（償還）長期負

債之表達

1. 將處分（購置）財產及舉

借（償還）長期負債造成

之財務資源流入（流出），

由現有之收入或支出，改

為資產或負債科目，須配

合調整 GBA 系統之會計

事項。

2. 因應新普會制度將發生屬

預算性質之帳務，須跳脫

既有框架來重新定義財產

及長期負債等科目。

3. 為確實反應預算執行結

果，須增修 GBA 系統所

有預算執行類報表邏輯，

以擴增表達財產及長期負

債等科目之財務資源流入

（流出）。

（三）調整資產提列折舊（耗）

及攤銷、長期投資之續

後評價及財產處分等相

關規定

1. 於資產提列折舊（耗）及

攤銷認列支出，並於長期

投資之續後評價及財產處

分認列損益，須配合增加

GBA 系統之會計事項。

2. 因應新普會制度將發生屬

非預算性質之收入或支

出，須配合新增收入、支

出科目，改變原有定義。

3. 為如實表達公務機關整體

收支狀況，須調整 GBA

系統收入支出表邏輯，增

加表達非預算性質帳務。

（四）分開表達會計報表及預

算執行報表

新普會制度將會計報告

分為會計及預算執行兩大類：

1. 會計報表：依會計原則編

製，採用權責發生基礎，

以表達會計收支與完整財

務狀況。

2. 預算執行報表：表達預算

執行結果，採用與預算報

表相同之現金基礎編製。

為勾稽轉換兩大類報表

之差異，GBA 系統須配合新

制度增列預算執行與會計收

支對照表，提供主計人員可

按月或按年核對帳務資料並

說明差異原因。

參、資訊系統之因應

與推動

為推動新普會制度之資訊

服務無縫接軌，主計總處以成

立組織、增修系統及提供服務

等 3 大面向為主軸進行規劃及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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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工作小組，加速

系統導入

因應會計法修正案於 108

年 11 月 5 日三讀審議通過，總

統於同年月 20 日公布，各政

府機關為應新普會制度無縫接

軌之需要，相關規制及歲計會

計資訊管理系統皆面臨時程緊

迫的挑戰，主計總處藉由業務

單位及資訊單位攜手合作，於

108 年 7 月成立資訊系統研修

工作小組，邀集會計決算處及

主計資訊處共同參與，透過多

次會議針對新制度異動內容進

行討論、預擬因應措施及研商

雙方合作事宜，同時控管資訊

系統增修期程，經由雙向且暢

通之溝通管道，協助 GBA 系

統成功克服時程壓力，配合新

制度之實施，如期完成研修作

業。

二、增修 GBA 普通會計

及決算編製子系統

因應普會制度修正，研析

GBA 系統配合增修重點計有

（圖 1）：

（一）會計科目

GBA 系統為配合新普

會制度將普通公務、資本資

產、長期負債 3 套科目整併，

並因應原部分科目已不適用

或定義不同、另有新增科目

等，故依新制度重新設定會

圖 1　GBA 普通會計及決算編製子系統增修範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帳 

長期負債帳 

會計科目 

交易事項 

會計報表 

新普會制度 
整併 

資訊系統配合增修範圍 

會計簿籍 

會計月報 

半年結算 

決算 

新增/
刪除/
修改 

會計科目 

調整 

會計事項 

整併並調整 3 套科目
為 1 套新科目 

 

整併並調整 3 套會計
事項為 1 套新設定 

帳務處理 
調整帳務處理模式， 
以落實新普會制度精神 

並得以無縫接軌 

109 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科
目及用途別代碼統一 

圖 2　會計科目於新普會制度之調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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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科目。為落實新制度精神，

GBA 系統朝更靈活彈性的方

向設計，突破既有框架，將

財產、長期負債、收入及支

出等科目調整為兼具預算及

非預算性質（上頁圖 2）。

以財產科目為例，當受

贈財產時，因未涉及預算流

入（流出），故此財產增加

係屬非預算性質；如以預算

購買財產時，則屬預算且為

支出性質；另資產出售時，

若收取現金，即屬預算且為

收入性質。考量新制度多樣

化之交易情境，本次統一由

系統依據新制度逐步完成會

計科目設定，使用者只須同

以往模式操作，無須擔憂各

種交易情境所產生之不同影

響，實為促進新制度無縫接

軌之助力。

（二）會計事項

GBA 系統全面盤點並

重新設定 1 套會計事項，此

次調整著重於簡化使用者操

作流程，並以同時達到新普

會制度要求為目標，故採取

異動會計事項後端設定的方

式，對使用者來說仍選用相

圖 3　處分（購置）財產及舉借（償還）長期負債造
成財務資產流入（流出） 於普會制度間之差異

普會

制度 
帳別 會計事項 會計月報 

原 

普通公

務帳 

 
會計事

項編號 
會計事項 

傳票

種類 

借
貸
別 

會計科

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311101 普通資本資產購置或建造，

一次驗收合格付款(以本年

度預算支付時) 

5 借 

 

貸 

51XXXX 

 

410101  

支出─XX 支出 

 

公庫撥入數 
  

經費累計表 

資本資

產帳 

 
會計事

項編號 
會計事項 

傳票

種類 

借
貸
別 

會計科

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311101 普通資本資產購置或建造，

一次驗收合格付款(以本年

度預算支付時) 

3 借 

 

貸 

1XXXXX 

 

360101  

資本資產 

 

資本資產總額 
  

 資本資產表 
 資本資產變

動表 

新 － 

 
會計事

項編號 
會計事項 

傳票

種類 

借
貸
別 

會計科

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311101 資產一次或分次驗收付款

時，以本年度預算支付(未列

財產者，請改用 261011) 

5 借 

 

貸 

1XXXXX 

 

410101  

非流動資產 

 

公庫撥入數 
 

 經費累計表 
 平衡表 
 長期投資、

固定資產、

遞耗資產及

無形資產變

動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4　資產提列折舊（耗）及攤銷應認列費用、長期
投資之續後評價及財產處分應計算損益於普
會制度間之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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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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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360101 

 

1XXX02  

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耗)-XX 
  

資本資產表 

新 － 

 
會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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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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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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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1 資產提列折舊 3 借 

 

貸 

510801 

 

1XXX02  

固定資產折舊 

 

累計折舊(耗)-XX 
  

收入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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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會計事項編號，帳務數

字即可自行歸類至新制度正

確報表，無須重新適應會計

事項。此外，亦將會計事項

整併，以往須輸入多個會計

事項以產製不同報表，新制

度實施後，只須輸入一個會

計事項即可於不同報表呈現

數字，本次藉由系統增修同

步減輕使用者日常工作負

擔。以下透過案例說明普會

制度間之差異。

1. 處分（購置）財產及舉借

（償還）長期負債造成財

務資產流入（流出）改認

列平衡表相關科目（上頁

圖 3）。

2. 資產提列折舊（耗）及攤

銷應認列費用、長期投資

之續後評價及財產處分應

計算損益（上頁圖 4）。

（三）帳務處理

1. 記帳憑證處理

因應財物及固定負

債等財務資訊均列入平衡

表中、不再納入收入支出

表，為不影響現行各預算

執行類報表之產製，必須

調整記帳憑證處理方式，

圖 5　記帳憑證處理於普會制度間之差異

普會

制度 
帳別 會計事項 

原 
資本資

產帳 

 

新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於非流動資產相關會計事

項新增預算執行要素，

如：預算科目、用途別等

（圖 5），方可同時支應

產製會計基礎（權責發生

基礎）與預算基礎（現金

基礎）之報表，以不同面

向呈現政府財務狀況。

考量帳務處理模式

與以往有所差異，故將新

普會制度之記帳憑證處理

功能獨立建置，但功能畫

面設計秉持一致性原則，

以不影響使用者操作習慣

為目標，另同時保留原制

度之記帳憑證處理功能，

提供使用者查詢舊制度資

料。

2. 年終關、開帳

為利新普會制度銜

94



順應會計新制　攜手資訊共進

論述 》管理‧資訊 

接，GBA 系統提供從原

「普通公務帳」關帳資料，

自動依據會計科目對照，

轉換至新制度之開帳資料

（圖 6），作為新制度之

帳務資料來源，省去使用

者重複輸入時間，減少系

統轉換造成使用者的不

便。

（四）會計報表

1. 會計法第 16 條將記帳單

位修正至元為止，但衡量

部分機關以前年度帳務仍

存在角分且尚不及清理完

畢，或部分機關確有業務

需要，GBA 系統調整各功

能，提供靈活彈性的帳務

處理機制，讓各機關可視

其業務屬性不同，自行決

定記帳單位，同時提供報

表列印至元或角分（圖 7） 

，如：雖設定記帳單位為

角分，但可列印單位為元

之報表，以滿足各機關不

同帳務處理需求且可符合

法規要求。

2. 為無縫接軌新普會制度，

提供使用者可於 GBA 系

統同時存取原、新制度之

圖 6　新普會制度首年開帳作業之特殊處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7　記帳單位改至元之相關調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帳務資料及報表，又考量

須降低使用者因系統轉換

所造成操作體驗上的不適

應性，即使新制度之報表

內涵已不相同，系統增修

仍決定朝向報表格式是否

異動為方向，將所有系統

表件區分為 3 大區塊進行

調整，盡量由後端程式解

決普會制度間的差異，以

提升使用者便利性，同時

符合法規要求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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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變更格式之報表

    　　針對格式並未變

更之會計報表，使用

者可直接執行原報表

產製功能，系統會自

動依使用者選取之會

計年度產製不同普會

制度之各類報表（圖

8）。如：經費累計

表，若會計年度選取

108 年則為原制度的

普通公務帳、109 年

則為新制度，系統會

自動判斷報表內涵是

否須增加表達涉及預

算收付之非流動資產

金額。

(2) 格式異動之報表

    　　針對格式異動之

報表，必須以開發新

報表的方式處理，但

仍保留舊報表，讓使

用者可隨時於系統上

同時存取原、新普會

制度的報表。如：平

衡表、收入支出表、

繳付公庫數分析表、

公庫撥入數分析表、

長期投資、固定資產、

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

變動表、應付租賃款

及其他長期負債變動

表等。

(3) 增列報表

    　　為利檢核預算執

行類及會計類帳務，

勾稽其間之差異情

形，GBA 系統依新普

會制度增加預算執行

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三、使用者服務

（一）友善操作介面設計，使

用者容易上手

GBA 系統遵循會計法及

相關政府會計規制開發，故

有其適法性之必要，爰須增

修系統功能以符合新普會制

度，同時支援使用者可於系

統上存取原制度之帳務及報

表，為能順利銜接新制度，

並避免使用者重新適應系統

功能操作，雖新制度與既有

會計處理方式不同，本次系

統功能增修以減少介面或流

程變動為原則，盡量由後

端程式處理普會制度間之差

異，提升使用者對操作介面

友善的感受。

（二）提供各類說明文件，增

進使用者接受度

為加速 GBA 系統導入

時程，依據會計帳務處理作

業流程，預先於 GBA 系統

公告各類操作說明文件，如：

配合新普會制度之新年度開

帳作業、日常會計帳務處理

圖 8　未變更格式之會計報表增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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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利使用者從中瞭解系

統功能並能正確操作，且持

續依據使用者建議精進系統

功能。

（三）運用諮詢服務中心，提

供多元諮詢管道

GBA 系統架構配合新普

會制度進行調整，提供使用

者完成各項歲計會計作業，

考量使用者可能面臨因不熟

悉而抗拒等問題，為協助主

計機關（構）如期順利完成

各項歲計會計作業，主計總

處透過提供諮詢服務中心內

部教育訓練，由客服同仁先

行瞭解新制度及其於系統架

構調整之連動關係後，運用

此多元（客服網站、Email、

電話、傳真）及開放的溝通

管道，以單一服務窗口的形

式，迅速回應使用者諮詢。

主計總處同仁更從中收集資

訊，瞭解新制度推動情形及

須精進的地方，增進系統服

務效能及品質，並可藉此提

高使用者對於新制度及系統

的接受度。

肆、結語

資訊服務係實現會計規

制之基礎工程，配合新普會制

度增修 GBA 系統的過程中，

面臨不少變革及挑戰，感謝全

體主計同仁的努力及提供寶貴

的建議，才能共同克服所有困

難。中央政府新普會制度已如

期 如 質 於 109 年 1 月 1 日 起

實施，並配合各地方政府修正

會計制度 110 年實施進程，由

主計總處依據會計規制統籌辦

理 GBA、SBA 及 CBA 系統增

修作業，運用共用性系統之特

性，在面臨法規修正的空前考

驗時，即可全國政府機關一體

適用，不會面臨單一機關期程

延宕而有適法性疑慮的窘境。

主計總處往後仍將繼續加強與

各機關溝通，並以共用性系統

開發及資源分享為原則，持續

為全國主計人員服務，未來仍

有賴全體主計同仁賡續努力，

落實採行權責發生基礎之會計

處理，以充分有效發揮歲計會

計資訊效益。

參考文獻

1. 李威霆（2017），新版政府歲計

會計資訊管理系統之辦理情形與

近期發展，主計月刊，742 期，

80-87 頁。

2.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

（2020），會計法修正對政府

會計之影響與因應，主計月刊，

771 期，24-28 頁。

3. 施欣蘋（2020），配合會計法修

正　精進總決算編製，主計月

刊，772 期，52-56 頁。

4.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

（2020），政府固定帳項由另帳

表達改列平衡表，對政府會計規

制之影響，主計月刊，775 期，

92-96 頁。

97


